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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乃儒家之开创者，“仁”为孔子哲学思想之核，研究孔子“仁”的思想是通达儒学精髓的必由之路。

研究“仁”可从“仁”之内涵与为“仁”之方来开展。“仁”之内涵包括：内圣之“仁”；外王之“仁”

以及更高境界的天地之“仁”。为“仁”之方则由“孝悌”爱人、“忠恕”而行以及外束于“礼”来实

现。且孔子“仁”具有内发性、实践性、整体性、超越性等特征。今天随着时代的变迁，孔子“仁”的

思想亦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然在伦理、政治和社会方面仍具有巨大的价值，故研究与传承孔子“仁”的

思想毋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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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is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and “benevolence” is the core of Confucius “philosophi-
cal” thought. Studying Confucius “benevolence” is the only way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on-
fucianism. The study of “benevolence”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the prescription of “benevolence”. The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includes: the “benevo-
lence” of inner sain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outer king and the “benevolence” of the higher 
realm. The prescription for “benevolence” is realized by benevolent love,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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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ternal restraint on “ritual”. And Confucius “benevolence” is endogenous, practical and tran-
scendent. Today,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has also 
changed accordingly. However, it still has great value in eth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beyond doubt to study and inherit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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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变革动荡的时期。在经

济上，经济实力上的扩张致使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因而造成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

在政治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周王室逐渐走向衰微，周王朝的宗教礼法荡然无存。孔子自幼生活在被

周礼熏陶下的鲁国，面对着周朝衰微，诸侯争霸，民不聊生的局面，孔子渴望恢复周礼，因而释礼、复

礼、维护礼成为其终身使命，故“仁”的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 孔子“仁”之内涵 

2.1.“内圣之仁” 

从“仁”最早出现的文献来看，“仁”字最早出现在《诗》、《书》中。而在《论语》中，提及“仁”

约 110 次，然其中对“仁”无直接描述，故可从诸多侧面言说中见“仁”之意涵。 
譬如孔子对颜渊言：“克己复礼为仁”[1]，对仲弓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对樊迟言：“爱人”(《论语·颜渊》)，又如，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同样，还有孔子所说的“刚、毅、本、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

仁》)，孔子对“仁”之内涵的言说，是视提问之人的禀赋而作出的具体要求，如惠爱之德、诚敬之德、

刚毅之德等，诸德统于“仁”，“仁”为众善之德目，是人心之全德。所以“仁”之内涵完美、崇高、

圆满。可见“仁”之首要内涵乃面向个人内心的“内圣之仁”，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完满性，强调通

过内省修己以近“仁”，而“内圣之仁”的达成又促使“外王之仁”的自我期许。 

2.2. “外王之仁” 

“外王之仁”即孔子所谓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也就是说要先立己后立人，先达己后达人，在己立和己达的同时，不忘他立和他达。“内圣之仁”要求

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而外王之仁则是要求圣人达则兼济天下，即“圣人最宜于作王”原则。 
故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方可治人。故熊十力说：“内

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外王者。

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2]。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也认为：

“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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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3]。“内圣之仁”为修已之本，即把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外王之仁”为推己之用，即把

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故成已成物，内外一也。君子诸德皆备，向往太平、功无止也。因此以“内圣”

为基进方可成就“外王”，而“内圣”、“外王”之归为“天地之仁”。 

2.3. “天地之仁” 

冯友兰说：“被称为全德之名的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

界”[4]，即“天地之仁”。这一层次的“仁”如冯先生所说，已然上升至宇宙范畴，超越具体的修己与

外王，超脱个体小我与社会大环境。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生发万物，“仁”为宇宙间

生生不已的生机，亦是源于天地生生之理的心之德。天地之“仁”落实于人心之“仁”，此“仁”乃实

现“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的必经之路。故张载又言：“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须归功于天，曰：此

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人须常存此心”[5]。“仁”人通过勉勉索做，

由自觉到自愿终与天地合德。此时之“仁”已非任何的外在规范，而是一种天道自然无为的过程，因此

“仁”之内涵从“内圣之仁”→“外王之仁”→“天地之仁”层层递进，由对自我道德的恪守和对自身

恻隐之心的发动上升至对天下生民万物的关怀，最后升华到与超脱一切的宇宙境界，可谓难矣。故孔子

亦弗敢言已达“仁”之究极境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故“天地之仁”乃“仁”

之接契天道，开物成务，生生不息，大化不已的最高境界。 

3. 孔子“仁”的实现路径 

孔子谈“仁”并不直接回答何谓“仁”，多是从“为仁之方”谈起。“为仁”即指践行“仁”并从

中体悟“仁”、实现“仁”。 

3.1. “孝弟”爱人 

“孝弟”是孔子道德实践中的最基本的德行。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情感关系为基础，体

现的是等级森严之下的脉脉温情及两者间的和谐有序，故“仁”的基础义乃“孝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对这二句话，历来学者的认知不同。一是以皇侃为

代表的的认为“孝悌”乃“仁”之本；一是以程朱为代表认为“孝悌”乃“行仁”之本，争议处乃在“为”

何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孔子之“仁”重践行，故“孝弟”乃“为仁之本”解释更佳。“孝弟”

乃为“仁”行“仁”之本，故实践“仁”的路径当以“孝悌”为始。来看孔子对“孝弟”的态度：“今

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

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

语·学而》)。孝敬父母尊重师长，谨言慎行泛爱亲“仁”，在人际关系中，实现自己的向善之性。所以

“孝弟”非外在物质之养,而是发自于内心之敬，不仅涵括对父母之孝，对孝弟之情，还有对众人之爱。

故“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国欲长治久安，必推行“孝弟”、激发人们“仁爱”

之心，使“仁”扩充施行。 

3.2. “忠恕”而行 

从“孝弟”到爱众人，一能摒弃家庭血缘关系中的自私之蔽，而能使人透过理性成就修己以安人，

也就是就是推己及人的过程，即“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何谓？ 
“忠”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为尽己之向；“恕”即“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为推己及人。因此“忠”是对个人的基本要求，“恕”则是对个人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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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要求。“恕”以“忠”为前提，是“忠”的自然延伸，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

而是从“我”出发，在肯定自我之欲的基础上实现他人之欲。“忠”即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工夫，“恕”

即为能无私地对待他人的工夫。故“忠”首先是不欺己，然后才可不欺人，“恕”为“忠”之用，君子

能以自身取譬,切身体会并推己及人地去行“仁”，进而成德成圣，立人达人，此为“恕”。因此推己及

人可谓“仁”之方。 
“忠恕”即是由内向外，不断扩充与超越自我，在尽己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人性，在推己的过程中推

扩良心以致念念如实，念念无私，发自坦诚，如实无妄，两心相印，使“仁”无可逃,必能成“仁”。“为

仁”在即践行“忠恕”、“一以贯之”工夫的过程，最终达致“内圣外王”之境。 

3.3. “仁礼”合一 

为“仁”之方，首要在存心，而存心之功，则在务学，学而能后知，知而后能成“仁”。反之“德

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故真正的仁者要务学，而

后方可成“仁”，而学“礼”做到“仁”“礼”合一也至关重要。在孔子之前“礼”是用以规范人们行

为的刻板制度，但孔子则赋予“礼”以“仁”的价值，以“礼”约“仁”，以“仁”统“礼”，这就要

求“仁”和“礼”之间有强大的张力，并且这个强大的张力具有创造性，可以保持“仁”和“礼”维持

和谐、平衡和统一的关系。孔子以“仁”为本，以“礼”为用，将释“礼”、复“礼”、护“礼”为一

生己任，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是孔子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希望建立

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和有序的社会，并且在这个社会里的有识之士都能在有道之世里实现自己的

抱负和理想，所以孔子提出了以“礼”约“仁”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即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哲学思想。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面对着这个礼崩乐坏，礼法制度被肆意

践踏的时代，孔子发出这样的怒吼。人皆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然而当个人欲望膨胀到危害他人利益

之时，个人之欲则应被约束，“礼”便是对人们进行约束的行为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合乎礼，便可激

发人们的恭敬之心和敬畏之心，以礼约之，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故为人

处世据“礼”行事，在内有爱人之“仁”，在外有“礼”乐制度约束，内外结合，“仁”不远矣。因此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内植于人心，外源于天地，

“礼乐”产生于天地自然与人心本然，所以礼乐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与人心融通，能否达到参天地、赞造

化的境界。从宏观角度来看，为“仁”之方是相贯相通的，“爱人”的思想包含着“推己及人”，“推

己及人”须以“礼”约之，并且三者又都不离“学”，由“学”而成以达“仁”，四者相贯相通，皆是

为“仁”之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与“我”息息相关的，是根

植于人性的天赋特性。“仁”作为人的内在动力，促使人们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仁”道并不远，其关

键在于“我”是否欲“仁”。 

4. 孔子“仁”的特性 

4.1. 内发与实践性 

孔子对“仁”的阐发具有强烈的“内发性”，“仁”即内在于人格世界中的，由自省自觉而来之的

精神与价值，如孔子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而人格世界的开启，立足于高度
的自省自觉。故“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植根于人的内在生命之中，是人先天

本有的，因此人可以在践“仁”的过程中本着内发自觉向上心，由“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

把“仁”的“内发性”践行于日常生活的度近处，因此“仁”的特性，还具有“实践性”。 
求“仁”需身体力行方可实现，行“仁”之法于自心与日用常行之中切实可行，所差者，不过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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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力行之恒心。就自心之内发性而言，首先行“仁”第一步乃求“仁”，求“仁”工夫是不假外人外物，

向心内所求，要笃定其志、且据于德、通感他人而后能强恕而行、推己及人。因此“仁”是否能成并不

在外人外物，而在自我，在自我是否有行“仁之初心、决心，并抱定决心，以自身之自信心与自觉性开

启为“仁”之旅，并在日用中将其一以贯之。其次，成“仁”须有恒心地为“仁”，“仁”是人人可行

却非人人皆达的境界，其差便在是否“毅”力去坚守求“仁”之心与践行为“仁”之法。故孔子言“君

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成“仁”任重道远，非有大恒心大毅

力者不可成，是则孔子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人尚且如此，吾辈若欲成仁，

更应坚守初心，砥砺前行，遥契天道，藉由内发之“仁”层层外扩，超凡脱俗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

此“仁”还具有“整体性”与“超越性”。 

4.2. 整体与超越性 

就“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来看，“仁”非固定的德目，而是统摄诸德,是全德之名，故“仁”是道

大广大、无所不包的。就行“仁”之路径看，需要个人从自身修养推扩到他人,甚至超凡脱俗，以达于天

的境界。故“仁”具有整体思维的面貌，因此要达到圆满无缺的“仁”非常不易。故追求“仁”的脚步

是时刻不能停的，停下片刻，便离“仁”愈越远，须臾违背，便前功尽弃。 
因此在求“仁”过程中，又体现出一种“超越性”与“高远性”，“超越性”体现在求“仁”、为

“仁”过程中，主体对自身的超越；而高远性则体现在追求“仁”的目标中，完成自身对“仁”的回归，

这一目标也正是古今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之目的所在，寻求成“仁”，寻求对自我的超越，成为更完善的

自我。“仁”作为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无限性与高远性，但这种无限性和高远性的达致，其入手又

非常近，在自心(内发性)和实践(实践性)之中，展现为一种无限的超越旅程。在此旅程中，个人推扩出去,
向上超越，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合德。在面对整个宇宙人生时，仁者在践“仁”的过程中达到整体的和

谐性与超越性。在今天，行“仁”亦是一个无限的历程，须持“毅”前行，方可到达“仁”的最高境界。 

5. 结语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乱象横生，人心昏昧，为激发人民自己反省、恢复孔子之“仁”至关重要。

从“仁”之内涵学起，从“内圣之仁”到“外王之仁”再到“天地人仁”，且不断地践行“仁”，做到

孝悌爱人推己及人、“仁”“礼”合一，使“仁”在自身生命中发挥出最大价值，并以“仁”来安顿内

心的心灵，最终超越自我，开创出和谐、有礼、完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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